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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幼共托”模式渐兴
缓解“一老一小”的后顾之忧

从去年开始，招生越来越难，经营着
11家幼儿园的小金牛教育集团董事长于
波不停思考出路。“我想过直接关门，但
手底下还有300多个员工，最长的跟着我
们干了21年。”于波说，他得“活下去”。

多番考量后，于波决定转型做养老
机构。5月下旬，位于山东济宁的“一老
一小”服务中心正式运营。上午养生休
闲，下午书法绘画……老人和孩子一样
有了“课程表”。

“运营以来，已有60多名老人加入
‘托老所’。”小金牛教育集团总园长崔瑾
说，进园后右转是幼儿园，左转是“托老
所”，老人和孩子在同一空间活动，“托老
所”提供休闲兴趣、智慧养老、膳食餐饮
等服务。

在全国范围内，类似尝试正在进
行。所谓“老幼共托”，是将托老与托幼
服务相融合，通过在同一空间下进行老
幼照料、代际学习和互动交流，缓解家庭
对于“一老一小”的后顾之忧。

在山西，原小雨点幼儿园坐落在太
原市柳巷。现在，这里中午为孩子提供

“小饭桌”和午休服务，上午和下午变身
老年活动中心，迎来上兴趣课的老人。
负责人李秀玲介绍，兴趣课包括舞蹈、模
特、书画等，由本地一家中老年教育机构
的老师授课。

“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在
深圳航城街道三围社区长者服务站，几
名老人一边使用远红外理疗仪灸腿，一
边用话筒唱歌；旁边就是深业幸福家航
城街道托育园。

深圳航城街道三围社区长者服务站
和深业幸福家航城街道托育园同在一栋
建筑内，两个空间相通相融。养老网点
为老人提供短期托养、康复训练、助餐助
浴、老年大学、居家适老化改造等服务；
托育园为0至3岁的孩子提供全日托、半
日托、科学育儿亲子课等服务。

类似“老幼共托”新模式不仅适用于
幼儿园转型，在新生人口数量保持一定
增长的大城市，也有助于提升空间利用
效率、满足代际融合需求、减轻老人带娃
压力。

希望与挑战并存
医养结合或将成为选择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
幼儿园27.44 万所。对比 2022年的数
据，全国幼儿园减少1.48万所，在园幼儿
数量减少534.57万人。数据同时也显
示，2023年新增注册9.2万余家“老幼共
托”相关企业，同比上涨20.3%。

于波等人看来，托幼行业正经历寒
冬，托老则是一片蓝海，部分幼儿园转型

“托老所”优势明显：招生情况不好的幼儿
园大多位于年轻人较少、生育率较低的老
城区，这里恰好是老年人聚集区，幼儿园
多年经营的声誉和口碑能吸引稳定客源。

在于波的机构，记者发现园内老人除
周边社区居民外，更多是孙子孙女在小金
牛幼儿园上学、与幼儿园有“渊源”的老人。

34岁的幼师黄冉坐在老人身边，唠
着家常，不时添茶倒水，逗得老人们开怀
大笑。在她看来，幼师群体往往具备较
强的学习能力，托老与托幼具备一定相
似性，如果个人意愿强，转型成为养老护
理员并非难事。

同时，代际融合的需求切实存在。
“我早晨把外孙送到托育园，就可以在长
者服务站活动。解放了自己，孩子又有
专业的老师来照看。”68岁的深圳退休职
工刘彩玲（化名）笑着说。

深业幸福家航城街道托育园园长吴
璇拿着《“一老一小”代际融合手册》告诉
记者，“我们在多个方面探索代际融合，
比如园内的各种设施让老人可见；组织祖
孙同乐活动、祖孙茶话会、祖辈课堂等互
动活动；在‘六一’或重阳节等节日，也会
组织孩子去看望老人，通过一起画画、游
戏，让‘老小孩’与‘小小孩’收获快乐。”

挑战也同时存在。
业内人士认为，“老幼共托”中的养

老部分具有较强专业属性，需要专业人
才对老年人进行心理和身体的双重照料，
机构运营也更精细化、专业化。目前，能
同时照顾老年人和儿童的复合型专业人
才远远不足，护理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均无
法满足高质量养老托幼服务的需求。

受访基层干部认为，“老幼共托”机
构的盈利模式仍有待市场检验；“老幼共
托”机构持续升级，如向医养结合或智慧

养老等方向发展，或将成为选择。李秀
玲也表示，目前仅靠老年大学课程收费
收益很低，机构后期可能会通过组织旅
行、举办活动等服务老人。

需持续创新，精细化管理
促“老幼共托”新模式健康发展

从业者认为，“老幼共托”新模式打
破固有隔阂，实现“一老一小”资源共享
与代际交流，是对既有社会服务与照护
模式的创新探索，也是积极应对我国人
口发展新形势的务实举措。

深圳健康养老学院院长刘鸫根表
示，我国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正处在快
速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人口老龄化进一
步加剧，建立“机构、社区、居家”一体化的
链式医养模式是提高养老服务质效、推动
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从幼儿园转为‘托老所’并不简单，
二者虽有共通之处，但功能仍有不同，需
要持续创新，进行精细化管理。”于波说，
眼下老幼一体化试点刚刚起步，仍需在
实践中总结经验，持续优化方法。

为促进“老幼共托”新模式健康发
展，业内人士建议，要加快完善制度建
设，针对养老托育融合服务体系的规划、
建设、保障、监管等制定政策、设置体系
标准，明确各主体的权利、责任、义务。

有专家表示，在不少幼儿园关停、幼
师面临职业转型的当下，应结合行业发
展动态，整合医疗、养老和教育资源，优化
学校专业课程设置，通过开展教育培养、
职业培训、深化校企合作等方式，培育更
多“护理+托育”的复合型专业人才，满足

“老幼共托”模式推广和发展的需求。
山东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祝晓书

等受访专家也提出，要进一步平衡老幼
需求，提升创新能力。比如，优化“老幼
共托”场所的空间设置和代际互动活动
设计，注重多功能性和灵活性，确保设施
和服务满足不同个体的多样化诉求。

此外，可建立有效的沟通和评估反
馈机制，定期收集老年人、儿童及其家属
的意见，及时调整服务内容和方式。引
入数字化、智慧化服务，精准匹配老幼群
体需求与供给，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推动
社区参与共建，提升服务的多样性和便
捷性。

“老幼共托”新模式渐兴，
前路几何？

一处设计温馨的现代化
园区内，在孩童的欢声笑语
中，老人们聊天、散步，怡然
自得……像这样“一老一小”
和谐共处的“老幼共托”新场
景，在一些城市越来越多。

当前，不少幼儿园遭遇
“入园难”变“招生荒”的经营
困境。部分民营幼儿园瞄准
养老服务，“老本行”和“新趋
势”一起抓，“老幼共托”应运
而生，也成为解决“一老一
小”照护难题的新答案。

重阳节来临之际，以“百善孝为先，
重阳敬老”为主题的最美夕阳红文艺汇
演晚会分别于10月9日、10日在湛江经
开区、霞山区精彩上演，丰富老年人精神
文化生活，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
统美德。

9日晚，湛江经开区人口和社会事务
管理局、乐华街道办携手市智慧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拉开了晚会序幕。大气磅礴
的管弦乐合奏瞬间点燃了现场氛围，紧
接着扇鼓舞、舞蹈、时尚秀、旗袍秀、歌伴
舞、旗袍秀、合唱、雷州方言表演唱等节

目轮番上演，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10日晚，霞山区民政局、友谊街道办

与市智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联合举办了
最美夕阳红文艺汇演，表演形式囊括器
乐合奏、舞蹈、合唱、交谊舞、太极、广场
舞等，吸引了众多市民群众观看。

两台晚会的演出内容虽然有所不
同，但“主角”均为老年人。他们以饱满
的热情在舞台上充分展示老年人的风
采，歌颂党和祖国，营造欢乐吉祥和谐的
气氛，展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
乐的健康快乐生活。

舞动“最美夕阳红”
健康快乐迎重阳

记者近日获悉，重庆已建成家庭养
老床位5000余张，为3.9万老年人家庭
实施适老化改造工程。

近年来，重庆持续推动居家、社区、机
构养老服务协调发展，深化可持续社会化
运营机制，打造“中心带站”联合体216
个；养老机构达1766家，养老床位突破
23.7万张。当地已建设老年食堂近1600
家，年服务人数预计突破180万人次。

目前，重庆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人数达2660余万人；13.29万老
年人纳入城乡低保、15.59万老年人纳入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18万老年残疾
人领取残疾人两项补贴，近77万老年人

领取高龄失能补贴或高龄津贴；通过医
疗救助渠道救助困难老年人近278万人
次；参加长期护理保险老年人187万人。

在聚焦老年人潜能挖掘，深化社会参
与方面，重庆推进建设乡镇（街道）老年学
校（社区学校）918所，200余万老年人参
与；建立各级老年体育组织9000多个，常
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老年人超420万人。

在建设老年宜居环境方面，重庆累
计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113
个；统筹建设养老服务设施332个、加装
电梯5100余部；打造敬老爱老示范公交
线路13条，轨道无障碍设施覆盖率达
100%。 新华

重庆3.9万老年人家庭
实施适老化改造工程

■ 文/图 本报记者 陈荔雅

演出现场演出现场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提出
推进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
并将苏州等56个城市纳入建设范围。

这个《关于扎实推进城市社区嵌入
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的通知》明确，各地
要面向群众需要，聚焦“一老一小”，加大
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力度，积极发
展提供短期托养服务的社区养老服务和
婴幼儿托育服务，细化完善拓展设施建

设场地空间、推进社会存量资源改造利
用、服务整合和功能集成以及规划建设
用地支持等方面的政策措施，统筹谋划
项目建设及后期运营服务，促进社区服
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据介绍，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
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工程建设工作指导，
统筹多种资金渠道，加大对工程实施支
持力度，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
优质普惠便捷的公共服务。 新华

三部门推进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

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
优质普惠便捷的公共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霞山海关
公 告

湛霞山关缉公告字[2024]2号
卜创春:

我关于2024年10月11日对你名下被扣
留车辆(车牌粤S1YO2J)作出了解除扣留通知
(法律文书号:湛霞山关缉解扣字【2024】2
号)。该文书正本已于2024年10月11日在我
关公告栏内张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四条、第
二十八条之规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霞山海关

2024年10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霞山海关
公 告

湛霞山关缉公告字[2024]1号
方燕涛:

我关于2024年10月11日对你名下被扣
留车辆(车牌浙CORX58)作出了解除扣留通知
(法律文书号:湛霞山关缉解扣字【2024】1
号)。该文书正本已于2024年10月11日在我
关公告栏内张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四条、第
二十八条之规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霞山海关

2024年10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霞山海关
解除扣留通知书
湛霞山关缉解扣字[2024]2号

卜创春:
因被扣留车辆扣留期限即将届满，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
四十一条之规定，我关决定解除湛霞山关缉扣
字[2023]111号《扣留决定书》及湛霞山关缉扣单
字[2023]111号《扣留清单》项下的下列各物:

序号

1

名称

马自达汽车

规格

车架码:LFPM4AC
C5B1A88321

数量

1

备注

悬挂车牌
粤S1Y02J

中华人民共和国霞山海关
2024年10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霞山海关
解除扣留通知书
湛霞山关缉解扣字[2024]1号

方燕涛:
因被扣留车辆扣留期限即将届满，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
四十一条之规定，我关决定解除湛霞山关缉
扣字[2023]113号《扣留决定书》及湛霞山关
缉扣单字[2023]113号《扣留清单》项下的下
列各物:

序号

1

名称

别克汽车

规格
车架码:
LSGGF53

XXAH124402

数量

1

备注
悬挂车牌

浙CORX58

中华人民共和国霞山海关
2024年10月11日

遗失声明
●湛江市霞山区好既饮食店吴华俊遗失湛江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霞山分局2019年1月11日签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40803MA52RJR92Q，声明作废。
●湛江市霞山区红岛休闲度假有限公司遗失湛江市霞山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签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JY24408030079997，声明作废。
●湛江金同医药有限公司遗失湛江市赤坎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23年11月20日签发的药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
证编号：粤DA759B156，声明作废。
●李伟芳遗失湛江市盛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23年11月
11日开具的二期6区地下室负2层1055号车位定金收据一
张，编号：0006583，金额：20000元，声明作废。
●李伟芳遗失湛江市盛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23年11月
16日开具的二期6区地下室负2层1055号车位款收据一
张，编号：0011824，金额：109000元，声明作废。
●遂溪县遂城街道办中间岭经济合作社遗失遂溪县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财务专用收款收据一张，编号：0087156，声明
作废。

●陈丹遗失广东省渔政总队遂溪大队在2019年10月8日
签发的三级轮机长证，编号：44082319800910X731，声明
作废。
●遂溪县遂城舒心坊保健中心翟秋明遗失遂溪县卫生健康
局2021年8月30日核发的卫生许可证正、副本，证号：粤卫
公证字【2021】第0823B00066号，声明作废。
●黄兴遗失位于遂溪县遂城镇207国道城西派出所路段北
侧 的《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正 本 ，编 号 ：建 字 第
440823202000140号，声明作废。
●雷州市白沙镇后土村897陈才程遗失市公安局2022年签
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广东省紫金县龙窝镇高坑村委会上高坑村民小组6号黄
秋琼遗失紫金县公安局2023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雷州市白沙镇合兴村和琼经济合作社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正本，核准号：J5914000875602,声明作废。
●雷州市纪家镇莫宅村云宅经济合作社遗失刻有“雷州市纪
家镇莫宅村云宅经济合作社”字样的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雷州市乐豪音乐餐吧遗失刻有“雷州市乐豪音乐餐吧”字
样的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